
跨領域對話：新世紀的社會與文化（四） 

期末報告：掌道心境──從掌心尋回自我定位 

108590010 林子妍 

  這學期課堂隨著篇章進度，有幸閱讀到系列叢書的第七與第八單元：《主

體、心靈、與自我的重構》、《日常生活中的社會運動》，以標題為議題核

心，在書中收錄不同專業、不同田野對台灣新自由主義化產生的議題現象與回

應，每週也搭配不同講者，用更多元的角度去審視分析這些議題現象。 

  「個人化、心靈化、多樣化」，叢書總序一段即點出在新自由主義化的社

會中，個人主義發揮到極致，家的形成改變、家的意義超越，造成現今世代的

人需要找尋到自己的歸屬寄託，身處充滿變動與不確定性的社會中，才能免除

長期累積的徬徨焦慮不安。單元之中對這方面的討論，或許是尚未離家的我最

有共鳴的，每日的生活情感經驗、與同儕互相分享的日常瑣事，透露出的壓力

焦慮迷茫，往往都跟「家」有關係，因此在此報告之中，我想試著以學期習得

的觀點，整理審視這些可能被忽略的現象，以課堂比較沒被提及的藝術創作行

為作為經驗資料，同時回顧反省我過去在創作論述上的不足。 

 

｜個人經驗 

  在上了大學之後，就讀藝術相關科系，而在創作課程中，作品發想有兩種

主要的方式，一種是先進行田野調查，發現議題現象後收斂整理，再將資料用

契合的媒材轉化呈現；而另一種是以個人經驗出發，整理融合情感經驗之後，

轉化成作品呈現展演。通常老師會先鼓勵我們使用個人情感經驗，以培養藝術

家的角度來說，這些過程能幫助我們塑造風格，整理情感也能分辨出不同的關

懷議題。而往往在發表時，會發現很多同學以焦慮與壓力為題材，高中升學時

的壓力、面對家人控制欲的束縛、對未來的迷茫、科技牢籠引發的焦慮、對生

離死別的不安、人際關係之間或自卑或孤獨等等，情緒經驗轉為感性赤裸的剖

析或宣洩鬥爭式的回應。「你們壓力怎麼這麼大？」我們這屆經常從評審老師口

中得到這樣的回饋。 

 

  「家」，一種空間、生活氣質、不同形式的歸屬，家的定義多樣化、心靈

化、個人化，〈世代關係困擾下的家庭人〉指出「個體與自我得以發揮到極點，

使得個體的存在先於這個家的存在」與華人對三代同堂的傳統「理想」互相牴

觸，分別在個人追求和血緣關係的情感寄託，若兩代對家的認知不同，情感就

無法穩固的建立，會造成不安與束縛。同儕之間最常聽聞的來自家庭的壓力，

即是我們年輕一輩認為個人的存在先於家，認為自己的意見抉擇應須優先被考

量，而與父母輩的「付出－回報」論相牴觸，然而新世代的我們卻又晚熟，獨

立時期被向後推延，對父母的依賴延續更長，觀念牴觸的摩擦可能日益擴大，



造成雙方的痛苦。〈世代關係困擾下的家庭人〉一篇在文末回到「世代」這個斷

層處，並認為人們為了生存在重複性高的「每日生命時間經驗」中，忽略了

「世代生命時間經驗」，需要對生死有所察覺，才能將自己劃分進一段世代，更

進一步使家庭成為因自由的相互之愛而成為的群體。而這份覺察即是照顧的行

動。但對上一輩尚無法以行動回應，如前所述，我們以藝術展演創作為宣洩，

這是屬於我們的日常生活的社會運動。 

 

「因為新自由主義的全球性發展，消費主義主宰當代人的日常生活，使得人與

商品貨物的互動，成為當代人尋找自我認同主要且普遍的方式。這裡所說的

『物』還包括空間與地景等。但是這種建構自我的方式，往往因商品的更迭快

速或全球流行，即使經過個人的各自拼湊，但仍很容易造成破碎的、多重的人

觀與自我。更嚴重的是，多重的人觀與自我，往往彼此矛盾衝突，使人極為痛

苦。」（黃應貴 2020） 

 

  若以廣義的消費定義來看，包含了對理念議題的包裝與推廣，我認為在製

作作品的過程，甚至參觀展覽的過程，藝術作品即揭示了多重人觀的事實。布

洛克指出，人的自我是由四個層次所構成，核心的自我、最低限度的自我、述

說的自我、後設再現之自我。層層的推進中，個人需要先在時間中意識到自己

的存有與方向，再轉為可以以語言訴說自己的經驗故事。藝術創作的擇題，若

以個人經驗為核心，即是向他人述說自己的經驗故事，創作過程勢必要將某一

段經驗突顯、脫離出來，於是作者本人會暫時抽離，以他者的角度來看這份經

驗。這樣的過程反覆之下其實很痛苦，會像是將自我支解成很多部分，再以冷

漠的視角，與指導老師反覆審視討論，給被分離出來的情感經驗寫一份屍檢報

告，或論述或以其他媒材進行刺激感官的創作，最後形成作品，擺放在純淨的

台座上、一盞聚光燈之下，向外、公開的供大量的他者審視碰觸。 

 

  「創作」，於〈受苦，並存在著〉篇章中，三位女性以創作拼湊出自己的存

在與定位，儘管創作媒材都不盡相同，作品都使用了天主教的元素與世界觀，

藉由象徵符號，將自己寄託於經典之中的情節與形象，得以抒發自己情感，化

解傷痛所帶來的焦慮；我認為這即是完整的創作過程，雖然以藝術訓練來說，

有很多的元素可以更好的調整（展示方式或媒材抉擇之類），但已經足夠讓就讀

藝術的我驚艷，尤其是瑪拉的主題「天主子，萬民來朝」，以植物和舊鞋子象徵

子民，植物的生命感、舊鞋子所具有的歲月、行動與方向性，將個人對經典畫

面的想像加上情感符號充分的轉換，作為一件裝置作品，已經足夠引人入勝。

作品在最後重要的就是觀眾的回饋了，當作品得到共鳴與理解回饋時，他們的

自我認同也隨之增長，得到了生活的慰藉。創作於語言之外，形塑了三位女性

存放苦痛的載體。 

 



  「剖析－支離－創作－存放」這樣的過程是為自我重構，在剖析自我的眾

多經驗時，即不斷地找尋「我是誰？」這一問題的答案。創作往往是不斷延續

下去的，可能是系列，也可能是很多風格迥異的小品，每一個作品都會代表創

作者本身。「這無限靈活的自省，也將貶值、荒廢、暫時性等吸納入個人對於未來即

自我的理解。換言之，當代人是不斷地在拼湊自己，而呈現多元、破碎、流動性的主

體化過程。（黃應貴 2020）」抽象一點說，每個人的人生就是作品，洞悉、抉擇、

塑造，在能意識到自我的情況下，每個人都是藝術創作者，麥克魯漢在《認識

媒體》一書中，即寄望藝術給予未來解脫與洞察的能力，他也認為所謂的藝術

家，是指各行各業裡，能夠最先感知到當下的人。而當今世代，人們需要不斷

的去辨識組成自我的碎塊，選擇自己寄託的價值，才能形塑安定的主體，從情

緒苦痛脫離。 

 

 

 

｜學期回饋 

  這學期是第一次接觸到人社院的課程，不斷的閱讀文本，且因為閱讀時會

盡量抽離並將自己帶入文字所形塑的情境中，這和創作發想非常牴觸，學期初

時令我苦惱了好一陣子，命題宏觀且有些跳躍的「我是誰？」，自己尚未轉化的

情感經驗在閱讀論文後顯得薄弱，讓我整理形塑不了經驗故事。面對這些人生

大議題仍是迷迷茫茫，於是我最後就選擇了這份迷茫進行創作，希望能形塑繪

本故事般溫暖的世界觀，以掌紋的意象向觀眾傳達「一切都有所依，未來希望

仍存」。以下是我的作品論述： 

 

「『掌道地圖，以詔地事』，掌紋之於東方占卜學，決定了人一生的大致命運，

可以透過觀察掌紋來預測將來方向，像是刻劃在皮膚上的個人人生指南，冥冥

之中影響著未來，同時，它也保存了過去歲月的痕跡，留下曾經的坎坷、走過

的道路、拐過的彎、遇見過的人。一條條道路被刻劃在掌心裡，我們走在掌紋

之中，一趟被規劃好的旅程，一切都有所依，心之所向，對過去不必執著，而

未來希望仍存。」（掌道-裝置作品 2022） 

 

  「每個人生來的命運都被刻在手掌上了。」脈即是生命週期的框架與證

明，掌紋之於人，是否也是這樣的存在？智慧、愛情與生命線早已被刻劃好，

時間的推移下會有些增減變形，每一條紋路隨著年齡增長而逐漸加深。網狀交

織的東西還有很多，像是道路，過去田間阡陌、現今的街道巷弄。從過去到現

在，每個人走在路上的每分每秒，是不是也走在屬於自己的掌紋裡？每天必走

的上放學路徑、運勢的凶與吉、明天要吃什麼、在轉角會遇到誰是否早已定

案？像是個人地圖，以觸摸來讀取人生進度條，左右著生命當下的命運判斷，

以及心之所向。 



 

  「掌道」這件互動裝置，是我製作的一台籤詩機，一開始會先掃描操作者

的手掌紋，取得的手掌紋照片經過電腦程式處理繪製，轉換成地圖形式，像是

加上方位、比例尺、景點圖標、現在位置等，加上文句解釋，最後列印出來

（如附圖）；籤詩內容將觀眾塑造成旅人意象，敘述旅人在旅途中可能看見的景

象，或者遇到的人事物，最後附上指引，告訴操作者看了自己的掌紋後，了解

到自己所處的情況，之後去哪裡、做什麼可能會有好運。 

 

  這些對於掌紋的遐想，其實只是我一直以來的小小信念，相信著挫折終會

過去，或者每個人的相遇都是必然，分離也是，但掌紋會幫我們紀錄並證明，

過往的回憶不會就這樣變得不重要。想透過手掌紋，將這種對生活的勇氣傳達

給觀眾，讓焦慮的心靈能有一些寄託，並且隨著籤文，慢慢回想最近的生活景

象，整理並找到自己的「現在位置」。雖然作品中沒有傳統手相學的專業，只是

一台隨機列印籤詩的機器，後續卻得到了非常多感動的回饋，像是自己的某些

經驗真的如籤詩所言，或者接受指引後真的有好事發生，「我真的是如他所說的

遊子返鄉」、「今天真的正好下雨耶」、「我昨天生日真的有吃到蛋糕」。也有人在

經歷一番挫折後，抽到寫著有轉運跡象的籤而來向我道謝，就只因為一段莫名

的文字又給他了一點希望與勇氣。明明應該是一個很容易被反駁推翻的機器占

卜，大家卻能有不小的共鳴，充滿理性的現代人無法完全去除感性的寄託，而

籤詩的文字所闡述的生活瑣事與操作者的生活經驗呼應時，生活中破碎的某一

段經驗被發現、認同時，所帶來的情緒是很激烈的。 

 

  綜觀能力、自己、世界觀、所處的時代，藝術創作也是不斷在審視這些議

題，老師在最後所說的不確定性就會是可能性，非常觸動正在接受創作訓練的

我，期望未來加深自己的論述能力，並使用科技藝術媒材來向外界訴說更多事

情。 

 



 

上圖：「掌道」籤詩，皆為自己撰寫 


